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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启示录松江新城

同样经历了从单一的“卧城”到“综合型城市”的升级。

以坐落于东京都西南部的多摩新城为例，其横跨多摩、八

王子、町田和稻城四市。自 1971 年开放入住以来，新城吸引了

大量来自东京市中心和周边地区的居民。如今，多摩新城已经

成为居住、产业、商业、教育、文化等多功能复合的综合型城市。

2017 年 9 月， 东 京 发 布《 都 市 营 造 的 宏 伟 设 计 东 京

2040》，该规划提出在东京都内建设“国际商务交流区”和“多

摩创新交流区”，作为提升日本和东京经济动力的“引擎”。其中，

“多摩创新交流区”是“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高科技企业的

聚集区，依托磁悬浮中央新干线、首都圈中央连络线、多摩都

市单轨线等组成的区域道路交通网络，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交流，

进而激发新的灵感和创新，推动新技术的培育发展和高科技企

业的集聚”。换言之，多摩新城作为创新交流区的中心，未来

会在东京都市圈的发展中承接重要的创新引领作用。

回望过去半个世纪，多摩新城从最初的“睡城”、“卧城”，

发展到东京都市圈的“综合型城市”，将在未来成为创新引擎。

这一国际经验对于松江新城与长三角城市群的联动有何启示？在

姚凯看来，松江新城首先需要建设的是长三角城市群中多功能的

“综合型城市”，同时依托G60科创走廊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推进，

积极对接周边地区资源，围绕着创新链“强链”“补链”。

从早期的郊区新城，到未来辐射长江三角洲的先进制造业高

地，松江新城势必会在这片新土上谱写自己跨越式发展的经验。

立足历史，打造“一城”文化

实现从往日的郊区新城，到辐射长三角的独立节点城市这

种跨越式发展，显然得有自身的辨识度。一座新城的辨识度，

来自其独一无二的“一城”文化。

在“十四五”规划中，松江新城的理想模样是“卓越的科

创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科创、人文与生态，既体现

出最现代的未来之城理念，也从自身出发，打造“一城”文化。

关于后者，松江向来注重学习国际先进理念。

2001 年 3 月，“上海松江新城城市风貌规划设计国际方案

征集”启动。20 年前，互联网在国内刚开始普及，境外设计机

构在国内的办事处很少。当时，就职于松江区规划资源局的黄婧，

用科室电话线拨号上网，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英国王家规划师

协会。随后，松江区政府邀请了英国和法国四家设计公司参与

对标国际，辐射策源长三角

对于松江新城在长三角城市群的角色，近 20 年是一个不断

变化、升级的过程。

2000 年前后，如今松江新城的位置，当时还是一片农田。

很多人安家时，会优先考虑沪杭高速的南面，那里是松江老城区，

人间烟火更足，更热闹。

没有等待太久，北面的新城开始崛起。2001 年1 月公布的《关

于上海市促进城镇发展的试点意见》首次提出“郊区新城”的

概念，明确在“十五”期间重点建设展现异国风情的“一城九镇”

的战略构想，“一城”即为松江新城。

10 年过去，2011 年松江新城总体规划进行了修改。当时的

规划提出，松江新城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节点城市之一，是

上海市西南部重要的门户枢纽”。

如今，上海新城建设进入了以打造“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为目标的第三阶段。对此，松江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优化空间格局，发力将松江新

城建设成独立的长三角综合性节点城市。

肖飞宇表示，通过将松江新城在内的五个新城建设为独立的

综合性节点城市，这种“全新的发展定位”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的

未来意义非常显著，令人们从更加宏观和战略性的角度审视其发

展。“最关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些新城的建成，能够使得

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模式有所转变。未来，上海一定会持续

发挥自己桥头堡作用，作为是长三角的发展核心，引领区域发展；

在此基础上，上海这种引领作用将不再由中心城区单独承担，而

是和周边节点城市共

同承担。”

对于这一点背后

的缘由，国际上已有

城市在实践中给出了

答案。复旦大学全球

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姚凯告诉《新

民周刊》，在日本，

随着东京都市圈的发

展与城市规划理念的

演进，其周边的新城

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


